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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西部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
当前“西部大开发”中所讲的西部，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
肃、青海、宁夏和新疆等共12个省、市和自治区。
我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及少数民族人口多集中在西部，可以说，西部大开发与少数民族关系非常密切
。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历史上的民族压迫和民族剥削制度已被消灭。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各民族之间已逐渐形成了一种平等、团结、互助的新型民族关系。
当前中国民族关系的性质基本上是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
各民族在交往中虽然还会产生一些矛盾，但这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
这些矛盾主要有两个属性：一是以非对抗的矛盾为主，即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二是以发展中的矛盾
为主，即很多矛盾是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矛盾，也必将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得到解决。
　　在历史上，西部历来是一个民族关系敏感的地区。
几千年来，由于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与歧视政策造成的民族冲突，不同的语言、文化造成的隔阂，至
今仍没有完全清除其负面的影响。
另外，由于地处边疆，一些民族跨境而居，民族关系容易受国际因素的影响。
一些国外敌对势力和少数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互相勾结，不断挑动民族矛盾，制造事端，破坏民族地区
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在西部的个别地区已经造成比较严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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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关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族关系发展情况的研究报告，是中央民族大学“211工程”项目，“中
国西部地区民族关系现状与发展趋势研究”之子课题，“东北、内蒙古地区社会文化变迁与当代民族
关系研究”的主要成果，并被列人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项目“民族现状与发展研究”。
全书共13章，涉及东北、内蒙古地区的8个“世居民族”：满族、朝鲜族、锡伯族、蒙古族、达斡尔族
、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
课题成员于2005年到2006年问，在上述省区进行了两次为期约40天的田野调查。
2007年，又进行了补充调查和专题调查。
重点的田野研究地点共有12个：沈阳西塔社区、沈阳黄家锡伯族乡、新宾永陵镇、齐齐哈尔梅里斯达
斡尔族区、抚松县松江河镇、街津口赫哲乡、八岔赫哲乡、呼玛县白银纳乡、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
镇)、陈巴尔虎旗巴彦库仁镇、鄂温克苏木、鄂温克族自治旗等。
全书以当代文化人类学社会文化变迁理论为分析工具和框架，以小地点的田野资料为中心，重点分析
民族关系现状，同时也有历史性的回顾和对未来发展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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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值得提出的是，诺斯在阐明上述分析框架的过程中，始终以成本——收益为基本分析工具，论证
产权结构选择的合理性、国家存在的必要性以及意识形态的重要性。
　　关于制度变迁的“过程”和“路径”，诺斯认为，一般的制度变迁是渐进的，是一种集体性学习
，即从历史中延续下来的、表现在社会文化中的知识、技能和行为规范，使得制度变迁是渐进性的，
并且是经济依赖性的。
因此，制度是一种选择，是一种“博弈”。
由于个人、企业为了从所选择的政治经济制度中获得更多的潜在利润或利益，制度都是逐渐地被修改
的。
当然，在诺斯的理论体系里，渐进的演进只是一种“常态”，此外还有激烈（爆发式）的制度变迁形
式，那就是战争、革命、入侵和自然灾害，这是一种间断性的制度变迁①。
　　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对于我们从宏观上把握社会文化变迁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提供了不同于马
克思主义者强调阶级是结构变迁的推动力的理论和分析框架。
但是，这个理论的前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成本——收益的普遍性，而且他假设“稀缺性、竞争、
认知和选择”是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忽视了不同区域的文化传统和文化价值差异。
诺斯认为，世界普遍存在着稀缺性资源，这就需要竞争，有竞争就有优胜劣汰，而优胜劣汰的过程实
际上是市场决策的过程，这使得稀缺性资源得到最优配置。
同时，人们对竞争的外界认知以后会理性地作出边际选择，于是经济组织的制度变迁就在这些作出选
择的集团的推动下发生了，因为这种选择是有效率的，人们可以从选择的新制度下获得更多的潜在利
益。
这里，显然把所有的人都看做是“经济人”，把社会文化过程简化为“成本——利益”的过程，其在
分析社会时的不足是显而易见的。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社会文化变迁与当代民族关系>>

编辑推荐

　　中央民族大学国家“十一五”“211工程”建设项目，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民族发展与民族
关系问题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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